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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整个地球都呈现出一片和谐的景象。到处是郁郁葱葱的森林和草

地，天空和大海都是一片蔚蓝的颜色，鸟儿在天空中自由地飞翔，鱼儿在水

里快乐地游着，其他的动物在陆地上快活地奔跑着。而如今，这种景象或许

只有在电影当中才能看到了。森林被大量砍伐，河流污染，野生动物遭到屠杀，

自然环境正在遭受严重的破坏。

地球默默无言、忍气吞声地承受着人类战天斗地的征服和改造。在巨大

的压力面前，我们的地球已显示出某些破损的迹象。只要地球的自然运动规

律出现一点点偏差，就会给人类带来灾难。面对无知而又贪婪的孩子，地球

母亲正在失去耐心——飓风、海啸、地震、沙尘暴等各种自然灾难层出不穷。

残酷的现实告诉人们，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物质享受的增加，很大程度上是在

牺牲环境与资源的基础上换来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正遭受着严重的

环境问题的威胁和危害。这种威胁和危害关系到人类的健康、生存与发展，

更关系到人类未来的前途。解决经济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和问题，谋求人类经济、社会和生态的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人类的重大历

史使命。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生态环境中。

因此，陷入生态困境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和困扰，空气污浊、土壤酸化、

饮水腥臭……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如果任生态环境继续恶化下去，那

就不仅仅是不便的问题了，而是关系到人类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了，大自然的

报复是加倍的。值得庆幸的是，人类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了拯救自然、

拯救自身的行动。虽然到目前为止还未从根本上改善恶化的环境，但只要朝

着这一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下去，相信终有一天，人类会从生态困境中走出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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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套书以增强青少年环保意识为出发点，立足环境保护与现代生活的关

系，内容涉及环保的方方面面，希望这些知识能够让“保护地球，就是保护自己”

的环保理念深入到青少年的心灵。

为了我们共同的家，我们要从我做起，从点点滴滴做起，为保护生态环境、

拯救地球家园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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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与人类息息相关

1

河流是有生命的。在这个川流不息、循环往复的生命系统中，通

过蒸发、降水、输送、下渗、径流等环节，水能进行多次交换、转移和

更新，构建或孕育出更多的形态、更多的物种，形成瑰丽壮观、无与伦

比的地球景观。因为有了河流生命才如此丰富多彩，才有了人类生命的

衍生和繁茂。

第
一
章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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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流对人类最初和最重要的功能

是提供宝贵的饮水需求。水对人的生

命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是生命的源泉，

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不可缺少的最

重要的物质资源之一。人的生命一刻

也离不开水，水是人生命需要最主要

的物质。

人体内发生的一切化学反应都

是在介质水中进行，没有水，养料不

能被吸收；氧气不能运送到所需部

位；养料和激素也不能到达它的作用

部位；废物不能排除，新陈代谢将会

停止，人将死亡。人体内的水分，大

约占到体重的 65%。其中，脑髓含

水 75%， 血 液 含 水 83%， 肌 肉 含 水

76%，连坚硬的骨骼里也含水 22%。

人体一旦缺水，后果是很严重的。缺

水 1% ～ 2%，感到渴；缺水 5%，口

干舌燥，皮肤起皱，意识不清，甚至

幻视；缺水 15%，往往甚于饥饿。

没有食物，人可以活较长时间，如果

连水也没有，顶多只能活一周左右。

水是人类生命活动赖以进行的基本要

第一节
河流与人类

河流与人类生活

清澈的河流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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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水的质量决定生命的质量，甚至

影响到遗传基因，因此充足的水源是

人类生活中首要考虑的因素。

河流拥有地球上最大的淡水资

源，是人类最直接、最方便也最主要

的取水源地。它为人类以及各种动植

物等生命体提供了栖息与繁衍的场所

和基本的物质保障。

人类诞生之初临水而居，文明

因水而生，古埃及、古印度、古巴

比伦和中国这四大文明古国皆依托

河流而兴。人类所以在河流旁边居

住下来，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河流

为人类解决了生活必需的饮水问题，

为人们从事各种生产活动提供了必

需的水资源。所以，重要的城镇及

一个地方的发展中心，均分布在河

流之畔。

世界许多国家的首都和经济文化

中心大都傍河而建。法国的巴黎上千

年的辉煌，离不开生生不息、蜿蜒辗

转的塞纳河。没有塞纳河，也许巴黎

就会停滞，失去生命，就不会成为浪

漫和艺术的代名词，塞纳河是巴黎的

灵魂。穿城而过的尼罗河不仅是首都

开罗的水源地，而且是整个埃及的骄

傲。逶迤秀丽的泰晤士河则是英国首

都伦敦的生命线，伦敦人 2/3 饮水来

源于这条河流。音乐之城奥地利首都

维也纳被称为“多瑙河的女神”，匈

牙利首都布达佩斯被称为“多瑙河上

的明珠”，前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

德坐落于多瑙河与萨瓦河的交汇处。

在我国的长江之滨，广布着上海、武

汉、南京、重庆等中国的经济文化重

镇。 截 至 1999 年 底， 我 国 共 有 668

座城市，其中 638 座城市受到河流的

恩泽，4 个直辖市和 27 个省会城市都

临河而建，河水是整个城市饮用水的

主要源地。

目前，全世界有一半的人口生活

在与邻国分享河流和湖泊水系的国家

里，这些河流和湖泊是他们的生命线，

是他们维持基本生活、从事正常生产

活动的基本保障。生活所需的水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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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类而言，河流的一个十分重

要的功能就是灌溉农业。土地是靠水

滋润才具有生命力的，农业一直被认

为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水利又是农

业的命脉，粮食生产离不开充足的水

源。水稻栽培与灌溉相伴而生，灌溉

是随着水田稻作农业萌芽、发生、发

展起来的。《淮南子·说三训》说：

“稻生于水。”稻是灌溉作物品种的

总名，说明粮食生产与河流灌溉是息

息相关的。马克思在 1853 年所著的

《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一文中指出：

“利用运河和水利工程灌溉是东方文

明的基础。”没有灌溉就没有农业。

事实上，世界上各工业和农业大国在

发展农业方面主要依赖于灌溉面积的

增加。目前，全世界灌溉用水每年在

1.2 万亿～ 1.3 万亿立方米以上。绝大

部分粮食生产基地，都处在水量充沛

的大河流域。

人类的祖先很早就懂得利用河

流引水灌溉，发展农业。在史前文化

的最初阶段，合适的灌溉条件成为先

民选择生活居住地的主要因素。早在

7000 多年前，古埃及人就开始挖沟掘

渠，引尼罗河水灌溉农田，当时有一

条长达 19 千米的水道连接尼罗河和

莫瑞斯湖，使莫瑞斯湖能像水库一样

蓄存尼罗河的季节性洪水，使那里成

为物产丰饶的鱼米之乡。在沙漠占国

土面积达 96% 的埃及，尼罗河就意

味着生命：仅占国土面积 3% 的尼罗

河谷和三角洲里，聚集着 96% 的埃

及人。尼罗河两岸，绿油油的麦田和

棉田、整齐的柑橘林和香蕉林、青纱

帐似的甘蔗田和玉米地星罗棋布。古

河流与农业生产

灌溉水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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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的繁荣昌盛，也主要得益于底

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水灌溉，

粮食获得丰收。至今在伊拉克还有一

条宽 120 米、深 10 米、长达数千米

的古巴比伦大型渠道遗址。

中国的农业生产与河流灌溉的

发展息息相关，历史悠久。在公元前

450 年左右的战国初年，魏国邺都守

西门豹在今天河北临漳一带主持兴建

了中国最早的大型渠系水利工程——

漳水 12 渠。由于漳水含有较多的泥

沙，带有丰富的有机和无机养分，该

工程的兴建不仅发展了灌溉，而且改

良了土壤、肥沃了农田，使邺城一时

成为魏国重要的粮仓。著名的都江堰

工程建于公元前 256 年，是科学改造

和利用岷江水灌溉农田的典范。它把

“兼利天下”的四六分水原则，凝固

在了它的鱼嘴和飞沙堰上，在人的需

要和自然之间找到了完美的均衡。都

江堰灌溉面积上千万亩，而且防洪、

航运均得其利，在《华阳国志·蜀

志》中记载“水旱从人，不知饥馑，

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公元前 246 年，秦国水利专家郑

国主持兴建了关中平原的郑国渠，干

渠全长 150 千米，灌溉面积据称达 26

万余公顷。都江堰工程和郑国渠的修

建，使成都平原和关中平原成为秦国

的重要“粮仓”。从此，秦国的粮食

产量远远高于诸侯国，国富兵强，为

秦王最终统一中国奠定了重要基础。

农业灌溉的受益情况可见一斑。

灌溉对农业有特殊的作用：第一，

改变农业生态条件，增加耕地的面积，

特别是那些除了依赖灌溉就根本不能

种植的干旱土地，水更是起着决定一

切的作用。第二，增加了作物产量，

人工灌溉和其他提高农产效率的措施

相结合，改良品种，合理利用化肥农

药，其产量可提高到原来的 3 ～ 4 倍。

第三，能提高复种指数，对提高农

业总产量而言，其效果和增加耕地

面积一样。20 世纪 90 年代全世界的

旱地平均复种指数为 0.71 ～ 0.76，

而水浇地的复种指数是 1.11 ～ 1.29。

第四，可以提高农民的安全心态，都江堰鱼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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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农作物产量得到保障。一个具有

丰富水源的灌溉系统能够消除大部

分风险，稳定农业收成，从而提高

农民种植的积极性。

随着人类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

科学技术的进步，农业灌溉获得了飞

速发展。在非洲南部、埃及、以色列

和中东其他地区，人工灌溉使昔日干

旱的沙漠和戈壁变成了茂盛的果园。

在中国，20 世纪 50 年代修建的红旗

渠被国内外誉为“人造天河”、“当

代万里长城”，灌溉面积达 40 万亩

（1 亩 =666.7 平方米），解决了人畜

饮水的困难，并提供了工业用水。如

今，世界上人工灌溉的土地将近 2 亿

公顷。灌溉技术也大大改善，节水灌

溉成为现代农业灌溉的重要特点。世

界上先进水平的国家（如以色列）

平均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已经达到

2.5 ～ 3.0 千克。引水灌溉不仅可以提

高农作物产量、保障粮食安全，而且

向农村提供了饮用水、增加了农民收

入和解决了农村脱贫、创造就业机会

以及改善环境等。可以说，没有河流

提供的充足水源，也就没有农业的大

规模发展，更谈不上人类的发展和文

明的延续。

引水灌溉

河流具有存在价值。也就是说，

河流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价值。这种

价值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它维持自身

存在的内在目的性价值；一是它作为

自然界的一部分，作为整体生命的一

部分，维持整体的存在，完成自然界

水循环以及其他我们目前还有不知道

的自然功能所具有的价值。

1. 河流自身的价值

河流的存在价值是它的客观价

河流的生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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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也是它的内在价值。在谈到内在

价值的时候，不少哲学家往往认为，

只有具有内在目的的生命的存在物才

有价值，详细地说，即只有人才具有

内在价值。这是把生命还原为人的生

命的本质主义观点，是人类中心主义

在作怪。其实，按照我们关于生命的

家族类似观点来看，所有动物、植物，

包括非生物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内在目

的性。除了人之外的其他动物具有生

命的自我保持的内在目的性，根本是

一个不需要论证的问题。植物也有自

我保存和生长的内在目的性。

关于河流的内在价值，我们可以

吸收罗尔斯顿三关于价值的说明。罗

尔斯顿三认为，自然的价值包括经济

价值、生命支撑价值、消遣价值、科

学价值、审美价值、生命价值、多样

性与统一性的价值、稳定性与自发性

的价值、矛盾斗争价值、宗教象征价

值等等。这些我们认为也都可以运用

到河流上。

河流具有自我净化、自我修复、

自我复制等特征，这些特征共同构成

了河流的自我持存的内在目的性。这

种内在目的性在维持自身存在的同

时，也维持了大气水环境的平衡，二

者形成一个相互适应和相互促进的动

态平衡。

2. 河流具有生态价值

（1）河流是生态圈的一部分。

河流本身就是生态圈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完成着自己处于生态圈中所担

负的生态任务。河流又为生长于水环

境中的生物提供了家园，自身形成一

个生态体系，这正是河流的生态价值

所在。水生物作为生物的一部分，对

于人的意义是无法言表的。

（2）河流的工具价值。从人类

产生以后，河流在与人的关系中，还

有满足人类某种需要的价值，如饮用、

灌溉、运输、动力等方面，这是河流

对于人类的工具性价值。不过，河流

的存在要远远早于人类，河流显然不

河流也具有自我净化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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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给人类利用而存在的，即使在

河流没有进入人类的视野，没有与人

发生联系，不具备工具价值，甚至在

没有人类之前的纯自然状态下，河流

的存在本身就是有价值的。

位于西安郊区的半坡文化遗址就

处在渭河台地上。“半坡村遗址靠着

白鹿原，濒着浐河的东岸。在原与河

之间是一片肥沃的台地。古代的遗址

就是建立在这个台地的中间。遗址的

位置距离泸河东岸约 800 米，所在的

台地高出河床约 9 米。像这样的遗址

正符合当时一般村落的情况。既在河

流旁边，又可不受河水暴涨的淹没。”

马家窑文化位于洮河西岸；大汶口文

化位于山东泰安市大汶口村南，大汶

口河贯穿而过。1964 年在郑州发现大

河村遗址，包括龙山文化和仰韶文化，

位于黄河岸边；龙山文化遗址在山东

龙山镇城子崖，靠近武原河。这些都

具有台地文明的特点。

（3）必不可少的水利工程。河

流为人类提供了灌溉之便。人类很早

就学会了利用水和灌溉。1973 年、

1977 年，在余姚县罗江乡河姆渡东北

发现了河姆渡文化遗址，有制陶业、

制作精美的骨器、榫卯结构的木构件、

大堆的稻谷。河姆渡人已经开始利用

水种植水稻。战国时期，韩国为了防

止秦国入侵，派水利专家郑国到秦国

都江堰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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